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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物安全研究进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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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障我国食物安全是我国一切建设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农业基础资源日益紧缺以及加入 WTO 的

国情下 , 食物安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回顾了食物安全概念的演变过程 , 综述了我国在自然基础资源与食

物安全、食物安全现状及其评价、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对食物安全的影响以及食物安全预警和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 , 并对未来我国食物安全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表明 : 今后我国食物安全研究应在以下方面需要加强 : 在研

究内容上 , 不仅重视食物数量保障 , 更应注重食物质量安全、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综合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预警

等方面 ; 在研究视角上 , 不仅重视宏观食物安全研究 , 更应重视微观食物安全 ; 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 , 应当充分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 , 如网络技术、空间模拟技术以及 3S 技术等 , 进一步加强综合食物安全的定量和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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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

因此 , 食物安全与人类生存、国家安危和社会发展

休戚相关。世界各国都投入大量生产要素用于以粮

食为代表的食物生产, 并且把实现食物安全列为各

国政府经济发展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1]。我国作为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保证我国食物安全 , 满足

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为此 , 我国

采取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 把食物安全

问题作为国家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经济和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 , 城市数量、规模和人口迅速增加 , 水、

耕地资源这些粮食生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将面临

城市化和工业化激烈的竞争 , WTO 组织的进入和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我国农业生产将面临世界性的

竞争 , 因此 , 食物安全问题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普

遍关注[2~4], 我国学者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食物安全

问题进行了研究[5～7]。有鉴于此, 本文对我国食物安

全研究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了

梳理和回顾, 并对我国未来食物安全研究重点进行

了分析和展望, 以期促进我国食物安全研究的创新

和深化。

2 食物安全概念的演变

食物安全( food security) 最初被译为粮食安全。

1974 年联合国召开了世界粮食大会, 这次大会首次

提出了食物安全的概念 : “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

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

198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食物安全的内涵进行了

扩充 , 即“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

能买得起所需要的任何食品”。这一概念强调了不

但能买得到 , 还要能买得起 , 要尤其保障贫困人群

的食物安全问题。1992 年国际营养大会又对食物安

全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化 : “在任何时候人人都可以

获得安全、营养的食物来维持健康能动的生活”。在

以往保障食物数量安全的基础上, 大会提出了食物

营养安全, 对食物的质量安全加强了重视[8]。1996 年

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 , 通过了《世界食物安

全罗马宣言》以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重申食物安全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

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来满足

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喜好时 , 才实现了

食物安全”[9]。2001 年世界食物安全委员会在一份研

究报告中界定 , 食物安全即“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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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

的食物”[8]。

关于食物安全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 我国众多

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述。有些学者认为食物安

全主要是指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其他一切食物安

全的基础 , 只要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 动物性食物的

安全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也能保证其他植物性食物

生产的结构调整[1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概念

包括谷物、薯类和非蔬菜类的豆类( 主要是大豆 ) ;

而食物的范围远大于粮食, 包括一切包含人类所需

热量、脂肪、蛋白质的粮食与非粮食类食物 , 而不仅

仅局限于粮食[11]。因此综合食物安全除了包括粮食

安全之外, 还应包括其他非粮食类食物。卢良恕认

为 : “食物安全的含义包括几大方面 : 从数量的角

度 , 要求人们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需要的基本

食品; 从质量的角度, 要求食物的营养全面、结构合

理、卫生健康; 从发展的角度, 要求食物的获取注重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12]。傅泽强

等认为: “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 必须保证有稳定的、足够的食物供给 , 以使每

个人都有可能得到维持自身生存和健康的食物; 第

二, 每个人都有获取自己所需食物的经济能力”[13]。

吴志华等定义食物安全为 : “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

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

适应的足够食品 , 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

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14]。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

念的提出, 可持续食物安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李

道亮认为 : “食物安全可持续性是指以保护农业自

然资源为基础, 既达到满足当代人食物安全需要又

能继续满足后代人食物安全的需要”[15]。傅泽强等指

出 : “食物安全可持续性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

供给 系 统 能 够 持 续 不 断 满 足 人 们 在 食 物 数 量 、质

量、结构等方面的需求变化 , 可概括为食物稳定供

给与有效需求之间在时空维上保持平衡 , 即在时间

维上,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 ,

食物生产与供给在总量、结构、品质等方面能够得

到保障 , 在空间维上 , 必须消除食物生产与供应在

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 特别要关注和满足贫困地

区人们的食物消费需求”[16]。

由此可见, 食物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动态

的概念 , 在不同的国家 , 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

展时期 , 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 , 食物安

全的目标和内涵也不尽相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 人们对食物安全这

一概念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延伸, 从食物数量安全、

食物质量安全到食物可持续性安全 , 从食物生产环

节到食物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 , 食物安全的概念

和内涵逐渐走向综合, 综合食物安全备受重视。

3 食物安全相关研究进展

3.1 基础资源保障与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 资源安全是食

物安全的基础。耕地、水、气候等基础资源是食物生

产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 ,

水土资源状况是影响农业( 粮食) 生产的稳定性和

食物安全性的重要因素[17]。因此, 众多学者就我国水

土资源形势与食物安全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

3.1.1 耕地资源与食物安全

“食以地为本”, “万物土中生”, 人类消费的

80%以上的热量和 75%以上的蛋白质来自耕地提

供的粮食,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证。粮食生产

能力主要由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方面因素决定 ,

即单位耕地的生产能力[18]。因此, 很多学者就耕地数

量、质量与粮食生产关系以及对食物安全影响进行

了研究[19~21]。还有学者提出耕地集约度, 如有效灌溉

面积、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等对粮食产量的影

响更大。因此, 在我国耕地资源数量无法大幅度增

加 , 耕地质量不断下降的现实情况下 , 依靠科技进

步、加大物质和技术投入来不断提高耕地集约度 ,

进而提高粮食单产来满足我国的粮食需求[22]。另有

学者认为, 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政策、

投入等因素, 而不是耕地面积[23]。尽管目前关于耕地

资源对粮食产量影响的重要程度尚无统一结论 , 但

是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基础性资源, 其至关重要的

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3.1.2 水资源与食物安全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农业水资源状况直

接影响到耕地生产力水平。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

人均占有量少, 且在空间分布上十分不均衡。我国

南方地区拥有 36%的耕地和 81%的水资源; 而北方

地区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地区 , 拥有 64%耕地面

积, 却只拥有约 19%的水资源总量。随着粮食需求

的增加, 必将导致北方地区水资源的短缺形势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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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主要产粮区的水资源难以充足供应 , 将可能

影响到中国粮食安全状况[24]。

鉴于我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 , 许多学者就水资

源态势及其对食物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许多学

者认为, 我国农业生产受到水资源的制约主要是由

于:

( 1) 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水资源短缺 , 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 水土资源不

匹配, 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生产;

( 2) 水体污染、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脆弱 , 直接

减少了可用水资源总量 , 影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

性;

( 3) 农业用水利用效率较低。我国农业用水占

总用水量的 65%, 其中农业用水中 95%的水量用于

灌溉, 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利用效率仅为 40%～

50%[25], 加之我国灌区农业排灌设施不完善, 用水管

理粗放, 水资源浪费严重;

( 4) 工业用水、城市用水与农业用水之间的竞

争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 工

业用水与生活用水量进一步增加, 从而挤占农业用

水。还有学者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短缺量进行

了 定 量 分 析 。 如 廖 永 松 和 黄 季 焜 利 用 CAPSIM-

PODIUM 模型 , 以全国九大流域片为研究尺度 , 对

我国 2020 年的粮食需求、供给和灌溉需水进行了

多方案的预测分析。研究表明, 2020 年我国粮食需

求虽有增加, 但不会影响到我国粮食安全状况[26]。

3.1.3 气候变化与食物安全

气候变化与食物安全具有密切关系。目前 , 国

内有关气候变化与粮食产量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

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随

着气温升高 , 大气中的 CO2 浓度增加 , 作物发育速

度加快以及生育期缩短都将会造成作物产量下降。

据专家估算, 到 2030 年, 我国种植业产量在总体上

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 5%～10%左右 , 其中灌溉和

雨养春小麦的产量将分别减少 17.7%和31.4%; 早

稻、晚稻、单季稻均会不同幅度的减产; 我国玉米总

产量平均将减产 3%～6%[27]。

( 2) 气候变化引起农业耕作制度改变。大部分

学者认为, 耕作制度的改变会造成我国粮食减产。

虽然气候变暖有利于越冬作物以及喜温作物种植

面积扩大, 复种指数提高, 但由于温度升高 , 作物生

长加快 , 生长期普遍短 , 将减少物质积累和籽粒产

量, 降低品质[28]。还有学者认为, 耕作制度的改变有

利于增加粮食产量。气温升高可以有效减轻作物低

温寒害的影响 , 农业热量条件将有所改善 , 我国原

有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出现变动, 两熟制与三熟制

地区的面积将增加 , 且会向北部延伸 , 而一熟制地

区的面积将会减少[29]。

( 3) 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气

温升高对农作物害虫的繁殖、越冬、迁飞等习性产

生明显影响, 会使作物和家畜病虫害的地理范围扩

大[30]。气候变暖加速了土壤中微生物的分解, 造成地

力下降, 农民们不得不加大化肥施用量来弥补地力

的下降 , 从而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 增加农业成本投

入[31]。

3.2 食物安全现状与评价

食物安全评价即结合评价对象的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 , 采用一定的评价指标体系 , 对该区域的食

物安全状况进行评价。目前, 我国食物安全评价主

要基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 , 从数量角度 , 对食物

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和判断。在国家层面上 , 多数学

者主要选取粮食自给率、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总

供给量、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供求关系、贫困人口

比例、食物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水平等指标 , 采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全国食物安全现状进

行评价。结果表明: 我国食物安全水平较高, 但随着

人口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粮食的间接消费量

会增加, 食物安全水平将下降[32, 33]。

较国家层面的食物安全评价 , 目前地区层面的

食物安全评价研究还较少。地区层面的食物安全评

价指标通常是从影响食物安全的生产因素( 如耕地

面积、水资源等) 、气候因素( 如年降雨量、年日照时

数等) 、投入因素( 如资金投入、化肥用量等) 以及人

均食物占有量等角度出发, 选取若干评价指标 , 通

过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等方法 , 对区域食物安全

状况进行评价[34]。由于各地区自然经济状况迥异, 所

选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

3.3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化与食物安全

随着我国进入 WTO 组织, 国际贸易和经济全

球化对我国食物安全影响日益显著。由此 , 众多学

者和专家对国际贸易下我国食物安全状况进行了

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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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方面有积极的影响, 机遇大于挑战[35～39]。其

原因是 : 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 , 我国可

以充分享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贸易的多元化使

得我国可以更少的顾及政治上某些大国利用粮食

贸易作为威胁, 我国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可以充分

利用外国资源, 从而减轻国内粮食生产对于资源环

境带来的压力。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外汇储备充足,

在国内发生食物短缺时, 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手段来

解决, 从而不存在食物安全问题。我国可以通过国

际资源、市场以及技术 , 增大我国实现食物安全的

机会 , 从而扩大我国小麦、玉米等不具有经济优势

食物的出口, 从而实现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40]。

黄季焜等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未来经济

增长进行了定量预测, 并就经济崛起与我国食物安

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 , 未来我国油

料作物、糖、棉花和玉米将会增大进口 , 而其他农产

品将保持较高的自给率。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会提高

中国对于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度, 但是不会对中国

本身和国际粮食安全带来威胁[41]。

此外, 经济全球化还将促进我国农业结构调整

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内粮食市场开放后 , 国

际市场上价廉质优的农产品有可能会冲击国内市

场。受经济效益的影响, 原来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将

会转移到收益较高的其他农业产品生产上 , 从而促

使我国农业结构调整[42]。

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 认为加入 WTO 对

我国农业和食物安全的冲击较大, 弊大于利[43], 主要

表现在:

( 1) 过多地进口粮食, 将会冲击国内粮食生产;

( 2) 存在着疯牛病以及转基因食物等危害人体

健康的食物进入我国的风险;

( 3) 经济全球化将意味着我国巨大的农产品市

场成为跨国公司的争夺对象 , 一旦食物安全的重要

环节被跨国公司操控, 将会造成食物安全风险 , 而

且随时间推移, 这种影响愈加深刻[44]。

此外, 由于我国农业作为传统的弱势产业 , 加

入 WTO 将会导致农民失业率增大。据测算, 我国农

村将在目前约 2 亿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新增 966.2

万的农业失业人口[45]。

3.4 食物安全预警与管理

食物安全预警就是对于未来的食物安全状况

做出评估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 可以从各个方面

分析、衡量食物安全状况, 提前发布预告 , 以便有关

部门采取相应的长期和短期对策 , 从而降低不安全

风险, 使得损失最小化[46]。

目前, 我国对于食物安全预警方面的研究还主

要是侧重于粮食安全预警, 研究的内容涉及粮食安

全风险源识别、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我

国粮食安全预警机制等。我国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研

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进行预警的方法主要是应

用预警模型或是建立预警指标体系来进行预警评

价。在预警模型方面, 目前主要有 6 种类型: 即粮食

趋势产量增长率预警模型、粮食供求预警模型、粮

食安全系数预警模型、粮食周期波动预警模型、景

气分析预警模型以及粮食安全综合预警模型[47]。这

几种预警模型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应我国粮食

安全状况, 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很多学者

都是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粮食安全预警

指标体系 , 并利用历史数据将所有指标的警度分

级, 最后得出研究区域的粮食警戒水平[48]。

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研究上, 多数学者就目前

食物安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认为

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政策已不适应目前国情的发

展, 保证粮食数量安全已经远远不能够适应我国人

们的需要, 着力强调粮食数量安全会导致粮价持续

低迷、极大的浪费等不良后果 , 并提出了进行农业

结构调整、推广农业规范化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

等政策建议[49]; 另有一些学者则是从人口和自然环

境因素等方面考虑, 认为目前威胁我国食物安全的

主要因素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

以及不断减少、退化的耕地 , 提出应采取适当的调

控政策来遏制当前的形势, 制定相适应的人口发展

政策、水利政策、生态保护政策以及耕地保护政策

等[50]。

4 结论与展望

纵观以上我国食物安全的研究进展可见 , 在研

究内容上, 多限于粮食安全, 忽视了其他水产品、畜

牧类产品等非粮食类产品。评价指标选取多为人均

粮食占有量等静态指标, 而这些指标均在某一侧面

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食物安全状况 , 评价方法多限

于综合指数评价法等, 基本处于定性阶段。针对上

述研究及存在的薄弱环节, 今后我国食物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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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 1) 在研究内容上, 不仅重视食物数量保障 , 更

应注重食物质量安全、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综合

食物安全防范与预警风险等方面研究。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城市居民的

恩格尔系数从 1990 年的 54.25%下降到 2000 年的

50.1%[51, 52]。按照国际经验, 我国城市居民的食物消

费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 我国农村居民的食物消

费总体上已迈过温饱阶段。未来 30 年, 我国城乡居

民的食物消费将进入一个新的结构升级时期 , 我国

食物安全的重点将在以往片面重视食物数量转向

在保障足够数量食物供给的基础上 , 提高食物品

质 , 重视食物的卫生安全和营养的合理搭配 , 确保

食物消费安全和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 , 在

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新的形势下, 中国将进一步融入

国际市场 , 食物安全既受到传统风险源 , 如耕地资

源、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威胁, 又受到新型风险源 , 如

国际贸易的影响。因此, 加强综合食物安全风险防

范与预警研究, 建立综合食物安全风险预警系统刻

不容缓。

( 2) 在研究视角上 , 不仅重视宏观食物安全研

究, 更应重视微观食物安全研究。目前, 我国食物安

全研究多限于宏观层面, 即从国家( 或地区) 的层面

进行食物安全研究 , 而 从 微 观 角 度 , 即 家 庭 ( 或 个

人) 层面进行食物安全研究的较少见。宏观食物安

全是微观食物安全的前提和保障 , 但宏观食物安全

不能确保微观食物安全的实现 , 微观粮食安全更多

的取决于家庭与个人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 , 取决于

食物在不同家庭间的分配状况[53]。食物安全的最终

目的是国家能够长期的、持续的提供数量充足且品

质合格的食物, 提高人们的食物安全水平。保障贫

困家庭获得足够数量且营养的食物已经成为当前

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因此 , 在努力提高宏观粮

食安全的同时更要注重提高家庭与个人的收入水

平和购买力, 并使粮食在各个家庭间的分配更加公

平, 进而提高微观粮食安全。

( 3) 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 , 应当充分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 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空间技术以及

3S 技术等, 加强综合食物安全研究。目前我国的食

物安全研究多处于定性分析和半定量评价阶段, 多

属于静态研究 , 应充分利用现代非线性模型、机理

模型以及空间模拟技术, 建立综合食物安全风险管

理信息数据库, 构建综合食物安全风险评估模型 ,

实现食物安全定量研究和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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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a Food Secur ity Researches

MENG Fanying, XU Yueqing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 Guaranteeing China’s food security is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all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realities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becoming scar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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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the food security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food safety,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nat-

ural resources and food security, the status quo and evaluation of food safety, the impact of inter-

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n food safety, and food security warning and adminis-

tration. Besides, the paper also had a prospect on future hotspots of food secur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now on,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research-

ing contents, not only focus on food quantity and safety,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od qual-

ity and safety, sustainable use of food resources and risks evaluation of food security; in terms of

research scopes,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macroscopic food safety research, but also put

more emphase on microcosmic food safety research. In researching ways and means, modern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completely, such as computer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

gy, space technology and 3S technolog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comprehen-

sive food safety risk.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advances;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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